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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「交通管理、閒置空間或美化彩繪」
由權責機關進行評估案件進度報告

(三)交工處：

「臺北車站周邊整體無障礙設施及

行人友善通行環境改善評估報告」

(交工處報告)



• 編輯母片文字樣式
第二層
第三層
第四層
第五層

• 編輯母片文字樣式
第二層
第三層
第四層
第五層

 計畫內容概要

1. 本案依據本府公民參與委員會(參與預算組)109年5月26日第4

次工作會議決議辦理。

2. 臺北車站周邊整體無障礙設施及行人友善通行環境，實為重要

議題且有改進之必要，以承德路與市民大道路口一帶為標的進

行專業評估。

臺北車站周邊整體無障礙設施及行人友善通行環境改善評估報告

主辦機關：交工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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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計畫前情提要

1. 交通局前於103年度委託研究報告，針對臺北車站周邊地區進

行整體交通規劃(含地面層及地下層行人與無障礙動線)

2. 前已於108年4月22日市長室晨會，針對｢後站商圈人本環境暨

整體風貌型塑先期規劃」報告，評估市民大道與承德路口天橋

拆除可行性，因考量周邊交通流量及道路環境，故經評估維持

現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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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理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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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機關：交工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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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市民/承德現況配置
 尖峰時段路口號誌週期為200秒

，採5時相運作。

 路口東側、北側設置天橋(無畫設

平面行穿線)

 109年4月29日調查天橋行人流量

1. 東西向：

111人/小時(平日08-09時)

227人/小時(平日17-18時)

2. 南北向：

417人/小時(平日08-09時)

789人/小時(平日17-18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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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米 55米

60米

33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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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市民/承德天橋109年行人流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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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1、拆除東側(南北向)之天橋(跨市民大道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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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車站周邊整體無障礙設施及行人友善通行環境改善評估報告

1. 跨越市民大道南北向行人需求甚大

2. 北轉東向及南轉東向之車輛轉向需求大

3. 市民大道往西轉北之車輛皆於橋下空間停等

4. 天橋拆除後因橋墩遮擋，無適當空間可繪設行穿線

評估結果：不宜拆除

針對市民/承德東側及北側行人無障礙通行改善，評估方案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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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2：拆除北側(東西向)之天橋(跨承德路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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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車輛由東轉北之轉向需求大，且大客車轉向車流亦多

2. 上/下午時段之道路服務水準不佳

3. 天橋拆除後繪設行穿線，將導致路口服務水準更惡化

4. 距路口北側約60米已繪設行穿線供通行使用

評估結果：不宜拆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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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3：於路口設置對角行穿線

9

臺北車站周邊整體無障礙設施及行人友善通行環境改善評估報告

1. 路口對角距離約為55米。

2. 設置對角行穿線，須配合行人專用時相。

3. 實施行人專用，各時相綠燈秒數將縮短11秒

4. 市民大道回堵車隊長度將增加495公尺/小時

計算方式:「11(秒)*5(公尺/車)／2(車/秒)*18(週期)=495公尺」 示意圖：

評估結果：考量車流量大，行人專用時
相調整後，恐造成車輛回堵至周邊道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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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結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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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交通局委託研究報告統整臺北車站周邊地區人行系統設施，分為「地

下層」(連通道、臺北地下街)及「地面層」主要幹道兩側人行道(南北向

之中山、重慶、西寧等幹道兩側均設置人行道)。透過兩者串聯並以行

人導標為輔助，進而引導行人通行至目的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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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結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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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現況行人動線及設施以地面層及地下通道為主，未來配合特定

區開發，將新增多項人行通道及服務設施，包括地下層之北通道

、中央通道及下沉廣場，以及高架層之雙子星天橋系統等。

3. 未來臺北車站特定區應建構多層次之立體化行人系統，將進出

特定區之行人動線以分層、分流之方式處理；並將轉乘行為內部

化，以減少地面道路的交通負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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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，敬請指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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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段 方向 大型車 小型車 機車

上午
尖峰

東轉北 18 119 128

西轉北 19 52 -

下午
尖峰

東轉北 16 183 301

西轉北 22 70 -

時段 方向 大型車 小型車 機車

上午
尖峰

北轉東 26 221 841

南轉東 31 209 132

下午
尖峰

北轉東 22 212 540

南轉東 38 187 159

註：單位為「輛」


